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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第一次看省级艺术院团演出，故事
很感人，表演很专业。”在淄博市博山区乐
疃村村头的文化小广场上，一阵阵锣鼓声，
一段段吕剧唱腔，吸引了３９岁的范翠玲带着
全家人来到这儿，“我既是来看演出的，也是
来学习的。我们有自己的群众艺术团，但很
少能看到‘全本’的演出。”

１１月２９日上午，在清冷的初冬时节，
由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山东演艺集团主
办的全省文艺院团暨山东演艺集团下基层
惠民演出活动在乐疃村启动，省吕剧院为

当地村民带来了吕剧经典剧目《姊妹易
嫁》，这场演出也是全省文艺院团下基层
惠民演出的第一场。

据介绍，此次下基层演出活动，以政
府定向购买公益性演出服务的形式承接和
实施，山东演艺集团所属的省吕剧院、省
京剧院、省歌舞剧院、省话剧院、省柳子
剧团院将赴全省１２个市的乡镇、农村，用
戏曲、话剧、儿童剧、歌舞、综艺等喜闻
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把１０２场文艺惠民演
出送进千家万户。

“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
向，并将其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作为文艺鉴赏的最高评价。我们这次
带来的吕剧《姊妹易嫁》，以其优秀的品
格和道德追求，曾获得过文化部优秀保留
剧目大奖。”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表示，
从现在开始，全省文艺院团将带着众多精
品力作走进基层，为当地群众送去欢乐。

除了曾被全国８０多个剧种移植的《姊
妹易嫁》外，省吕剧院还计划演出《小姑
贤》、《借年》、《王小赶脚》等，都是
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省吕剧院国家
一级演奏员马常委表示：“这些都是讲家
庭伦理道德的戏，有嫌贫爱富的、有不孝
敬老人的，但是‘接地气’，老百姓喜欢
看，还能给人以启发。”

“这些剧目的唱词和道白，在文学性
上可能稍差，但胜在简单朴实，来自基层
群众生活，自然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为
他们所喜欢。此外，这些戏短小精悍、故
事性强，特别适合在基层群众中演出。”
马常委说，“我们就是要多创作、多演出
这样的老百姓爱看的戏。”

说起这次演出，省吕剧院二团团长焦黎
表示：“我们选择这么多经典剧目，一方面是
对吕剧的传承弘扬，有机会让更多基层群众
欣赏到经典剧目；另一方面是对年轻演员很

好的锻炼，他们是舞台上的主力军，并将逐
渐担当起吕剧艺术传承发展的重任。”

从戏校毕业走进省吕剧院开始，青年
演员盖勇在２０多年里坚持“送戏下乡”，
“比这更冷的天气我们演过，比这更苦的
条件也演过。”盖勇说，“戏曲本来就来
自农村，以民间曲调作为根本，我们不仅
要进城市剧场演出，参加戏剧比赛，更重
要的是能让文艺作品接受更多观众的检
验。”

乐疃村５９岁的村民孙启杰高兴地告诉
记者：“我从小就喜欢听吕剧，但以前听戏时
选段多、全本少，这次真正听到了高水平的
整场戏，也希望能多看到这样的好戏。”

“下基层，才能‘接地气’。”省吕
剧院院长蒋庆鹏表示，“我们组织下基层
惠民演出，不仅要让老百姓看到最好的文
艺节目，而且要创作出更多为人民群众喜
欢的好的文艺作品，把这次活动做好。”

多创作多演出老百姓爱看的戏
——— 全省文艺院团下基层惠民演出侧记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

从今年１２月到明年３月，我省将在全省范围
组织开展文艺院团“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文化下基层惠民演出活动，以实际行
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
讲话精神，丰富全省城乡群众尤其是元旦
春节期间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

此次文化下基层演出活动包括组织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慰问演出、百团
下乡惠民演出、“结对子、种文化”活
动、元旦春节演出季等４个部分。在慰问演
出中，我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文艺院团
将积极组织优秀文艺节目开展文化下基
层、进老区、进军营、进社区、进校园，
走进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特殊学校等活
动，举办面向困难群众的公益性专场演
出，让城市低保户、困难户、农民工等特
殊群体免费观看文艺演出，使更多群众共
享文化发展成果。

在“百团下乡”演出中，山东演艺集
团创新形式开展省直院团演出活动，各级
文化主管部门也将结合“一村一年一场
戏”工程的实施，创新思路、创新办法、
创新形式，充分调动基层剧团、民间班
社、庄户剧团的积极性，吸引更多基层群
众参与，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深入基层送
戏下乡演出。

在“结对子、种文化”活动中，我省
将鼓励各级文艺院团选取基层文化单位、社
区、农村、厂矿、企业、学校等作为基层联系
点，结对子、搞帮扶，送文化下乡村；建立艺
术家深入生活实践基地，积极开展演出、培
训和艺术讲座活动，促进文艺院团走基层工
作常态化、制度化、规模化；加强与基层剧
团、文化站合作，对演职人员和农村文化骨
干进行文化艺术培训，努力打造既符合基层
联系点建设原则要求，又对剧院人才培养有
帮助的特色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和农村文化
骨干培训基地。

在元旦春节演出季中，省直院团将继
续举办“迎新春省城演出季”活动，突出
“艺术走进人民群众”的主题，坚持高品
质、低票价的原则，为省城群众奉献精彩
的戏曲、话剧、儿童剧、歌舞、民乐、交
响乐等多种样式的文艺演出，丰富节庆期
间省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地方各级文艺

院团也将积极遴选各类优秀剧节目，深入
挖掘演出场馆和城区文艺团队潜力，以多
种形式组织举办各种主题演艺活动，满足
城市不同层次群众对不同艺术门类、不同

风格文艺节目的欣赏需求。
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演出

活动将突出“节俭”原则，充分考虑基层
实际，运用流动舞台车、演出小分队等多

种形式进行，尽最大努力降低群众负担。
同时，我省还将把开展下基层演出活动的
成效纳入文艺单位综合考评体系，鼓励更
多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基层。

从今年１２月到明年春节前后———

我省文艺院团将下基层“送文化”

□ 王红军

前些天，到淄博采访，在当地一家森林
公园内，有一段齐长城遗址，有一段复古的
城墙，但建筑风格却迥异，这不禁让人产生
疑问：历史上的齐长城到底是哪种模样？由
于文物利用“不够”、“不当”等问题，我
们的部分文化遗产点很难成为当地最具有吸
引力的文化亮点。

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我省境内都留存
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迹，都有着不可重复的
“美丽故事”。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已经
损毁的文物原则上不再复建，申请世界文化
遗产也必须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遗物”，盲
目复建不仅不能为现有古迹增光，反而可能

出现相反的效果。
这些看似残败的文物古建筑、考古遗

址，其精髓和价值在哪？走进空旷的圆明
园，行色匆匆的游人也会失去闲庭漫步的惬
意，面无表情地去凝视那些废墟。这不是矫
情，这是根植于每个国人心中的爱国之情。
在我们众多“废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
仅仅是那些歪歪斜斜的残梁断柱，更是那巨
大的历史沧桑之美，它们会使人的心灵升华
为崇高的情感。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文物保护上取得了
不少经验和成绩，但在文物利用上也存在
“不够”和“不当”的问题，尤其是在文物
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挖掘、研究、展示
上不够，对现代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网络
技术的运用上不够，导致了对文物的利用存
在简单化、雷同化，乃至庸俗化的问题。

就在一个月前，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
“数字圆明园”的项目论证会，他们通过数
字化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复原”圆明园
原貌。观众站在圆明园遗址前，手持一部安

装了导览软件的平板电脑，轻点图标，旋转
角度，１００多年前曾经矗立的琼楼玉宇、亭
台楼阁便出现在屏幕上。

来济南参加全国文物保护工程会时，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讲述了论证会的一个
细节。在圆明园“虚拟复原”图像展示时，
有一位法国专家一下子冲出了会场，过会儿
回来解释说：“我刚才出去哭了，这么辉煌
漂亮的文化遗产，却让我们的祖先（英法联
军）把它烧了，我感到非常羞愧。”

“虚拟”的文化遗产可以带给人如此的
震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虚拟复
原”项目成功了，对其他类似的文化遗产保
护也具有借鉴意义。现在，我省正在规划建
设“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和“齐长城人文
自然风景带”，启动省级考古遗址公园项
目，如何带给我们更多的震撼和感动呢？

首先，要大力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在
“数字圆明园”建设中，研究人员除了依靠
遗址发掘信息外，还搜寻当年圆明园总建筑
师留下的图纸以及保存在故宫的烫样。童明

康表示，“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弱项，遗产留
在那儿都几百年了，但很多事情还讲不清
楚。这包括一些考古遗址公园，为什么展示
工作做得不好，就是因为研究不够，讲不出
故事来。”

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数字
化、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既给我们的文化保
护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文物利用提供了手
段。以“数字圆明园”项目为例，他们结合
无人机高精度航拍和三维激光扫描仪等先进
技术手段，来记录圆明园的地理环境。然
后，借助电脑细心描绘建筑模型的线条图，
对遗址现场发现的残损石构件进行虚拟拼
接，对古代彩画进行复原……

对于大量的文物遗迹来说，人们更多的
是回忆那段历史、讲述那段故事，重建后仅
仅将它当作一个旅游景点来看，未免有些贬
低了它的价值，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古建筑、古遗址不重建比重建
更好，有“虚拟复原”的历史文化故事就足
够了。

“虚拟”中讲好历史文化故事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6日至30日，按照

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的统一部署，省摄影
家协会组织开展了“文艺走基层 共筑
中国梦”送文化到山区农村活动，先后
在泗水县、临朐县、莒南县的8个山区村

庄为村民免费拍照，并现场打印照片赠送
给老百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百姓奉献
爱心（上图）。

文艺惠民，想群众之所想，送群众之
所需。活动期间，我省摄影家走进莒南县
路镇敬老院，为他们捐助了花生油、大

米、挂历等生活用品；走进泗水县为老百
姓拍摄全家福，为嵩山南铜峪村的山村秧
歌队捐助了音响设备、电视机等。在五天
时间里，省摄影家协会组织百名摄影家走
乡串户，共服务群众1500余人，打印照片
2000多张，受到了百姓们的好评和称赞。

摄影家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为推动“十三五”时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加
快我省文化强省建设，山东省文化厅“十三五”时期文化
发展规划重点研究课题面向全省委托调研。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调研题目及内容
（一）“十三五”时期山东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体系研究
全面分析山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现状；提出“十

三五”时期系统推进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工作思
路、基本构架和阶段性目标；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相关政策和重点工作建议。

（二）“十三五”时期山东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分析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产业种类、主导产业、

经营效益等）、存在问题；研究提出“十三五”时期我省
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推进思路、重点领域、主攻方向等
等；提出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十三五”时期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我省文化发
展研究

追踪分析数字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研究国内外数字
技术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新趋势，结合我省文化发展的实际
状况，提出在文化建设主要领域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发展的相关政
策和重点工作建议。

（四）“十三五”时期山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发
展重大问题研究

通过纵深和横向对比，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我省文化建
设主要领域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代文化市场
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提出积极应对这些变化的相关政策和重点工作建议。

二、委托单位
我省大专院校、科研机构。
三、委托单位要求

1、委托单位要以单位名义进行，多单位联合的须
确定一个责任单位。

2、委托责任单位须在文化艺术学科领域具有较强
的研究实力和学术积累，设有科研管理部门，能够为开展
重大课题研究提供良好条件。

3、课题组成员在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研究专长等
方面具有较高造诣；课题负责人只能参与一个课题，课题
组成员最多参与两个课题。

4、委托单位应于2015年9月之前完成调研任务、形成
调研报告，2015年10月省文化厅组织进行验收鉴定结项。

四、申报与评审
1、申报单位须按本通知发布的调研题目和内容，自

选课题不予受理。
2、申报单位请按要求填写委托调研项目申报书一式

五份及电子版，于2015年1月24日前报送至省文化厅文化
科技与法规处，申报书请登录山东省文化厅网站（http://
www.sdwht.gov.cn/）和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协会（http://
www.sdwhkj.org/index.do）公告通知栏下载。

3、省文化厅对委托调研项目申报书进行资格审查，并
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提出建议委托调研的单位，经省文化厅
审批后，与其签订委托调研合同，并下达调研任务通知书。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艳 电话:（0531）86568876
邮箱：whtliuyan@126 .com 地址：济南市和平路59号
邮政编码：250013
特此公告。

山东省文化厅
2014年12月5日

山东省文化厅“十三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重点

研究课题委托调研公告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2014年11月28日，山东友谊出版社“走出

去”工作又结硕果，澳大利亚第一家尼山书屋堪培拉尼山
书屋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揭牌启用。这也是海外第七家
尼山书屋。

堪培拉尼山书屋是山东友谊出版社在澳大利亚落户的
第一家尼山书屋。山东友谊出版社总编辑张继红说：“下
一步，山东友谊出版社与澳大利亚森隆集团将以堪培拉尼
山书屋为平台，在文化、教育、旅游、版权贸易等方面展
开全方位的后续合作，共同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
去’，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堪培拉尼山书屋首
批收藏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300多册，向澳大
利亚当地读者开放。

澳大利亚第一家

尼山书屋揭牌

□王红军 王军 报道
11月25日，惠民县大年陈镇工作人员邀请广场舞老师

对村民进行培训。目前，该县有300多个村建设了文化活
动场所，有广场舞队伍600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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